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2023年度市州中小学课题立项汇总表

序号 课题编号
主持人
姓名

课题名称 课题立项类别 主持人所在单位

重点课题

1 XJKX23A050 张征凡 双减视域下数字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周南望城学校

2 XJKX23A051 张胜利 普通高中学校唤醒教育的行动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长沙市湖南师大第二附属

中学

3 XJKX23A052 陈鹏
基于新课程新教材的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4 XJKX23A053 黄金萍 大单元视域下的单篇教学实践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长沙市明德中学

5 XJKX23A054 肖远香 利用数字化实验提升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6 XJKX23A055 周玲
“双减”背景下基于智慧课堂的初中生作业提质增

效策略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中雅培粹学校

7 XJKX23A056 任洪格 小学劳动教育与学科教育的双向融合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青竹湖湘一第二附属小学

8 XJKX23A057 屈松平
“禾下乘凉梦”：小学数学与实践活动融合设计与

实施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实验
学校

9 XJKX23A058 温俐丹 基于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活动课程设计研究 基础教育重点课题 高新区实验小学



序号 课题编号
主持人
姓名

课题名称 课题立项类别 主持人所在单位

93 XJKX23B431 刘少军 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师命题质量评价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长沙市耀华中学

94 XJKX23B432 段大雪
全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中学生化学基本观念的建构

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长沙市耀华中学

95 XJKX23B433 郑果
望城区农村儿童忽视状况与健康危险行为及其相关

性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望城区中岭小学

96 XJKX23B434 张莉姣 学科融合视域下的初中语文教学课例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麓山国际望城实验学校

97 XJKX23B435 李志鹏
在科学课中开展基于创客教育理念的项目化学习实

践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98 XJKX23B436 冯瑛集 医卫类中职英语传承中医文化的课程思政策略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湖南护理学校

99 XJKX23B437 向娇蓉 新时代背景下城市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实施探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周南望城学校

100 XJKX23B438 崔海镇
基于工匠精神培育的中职中药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

径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湖南护理学校

101 XJKX23B439 胡日 立足“双业”的中职语文专题教学研究与实践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长沙财经学校

102 XJKX23B440 郝秋子 同伴反馈法在初中作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长沙市华益中学

103 XJKX23B441 熊灿云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主题单元整体教学

实践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

104 XJKX23B442 龙丹莉
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中职公共基础课成果转化为实际

教学能力的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题 长沙财经学校

罗芬
Highlight

罗芬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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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KX22A160 李荣辉
中职学校劳动教育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策略研究与

实践
基础教育重点课

题
湖南护理学校

XJKX22B440 夏政伟
中职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基础教育一般课

题
湖南护理学校

XJKX22B443 孙颖
全民疫情防控观融入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

径研究
基础教育一般课

题
湖南护理学校



长沙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立项课题总表

课题编号 课题单位 主持人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课题组成员

CJK2022001
雨花区教育科学研

究所
曹 谦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

研究
重点资助

曹 超、王 芬、张艳红、李超贵、范俊胜、肖陈慧、杨媛媛、

张琼芳、徐叶子、陈灵芝、楼 捷、陈学伟、张 玲、邓冬桂、

苏罗军、叶 兰 刘 隽、刘思嘉

CJK2022002 长郡芙蓉实验中学刘晓斌
智慧教育环境下初中个性化学习范

式研究
重点资助

吴晓峰、彭鄂湘、屈高林、陈莎、李笑泉、杨林青、陈康、康

艳、汤博、龚莎、林燕永、曹爽、候东亮、毛碧、冯蒙、肖维、

张璐璐、聂欣

CJK2022003 长沙市周南中学 王军林
“三新”背景下高中语文情境素养课

堂教学模式研究
重点资助

彭晓岚、黄静、饶霞、李莹、薛群、周婷、李慧、胡艳飞、向

莉、黄琼、刘红波、田英

CJK2022004 望城区第一中学 谭志刚
智慧教育视域下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的高中物理教学研究
重点资助 钟万红、黄颂、文博云、舒畅

CJK2022005
开福区清水塘北辰

实验小学

李柱清 基于“六线模型”的教师主题工作坊

实践研究

重点资助 刘梅婷、刘瑜玲、刘友华、朱倩霖、李佳、李璐、邹春宏、廖

湘琦、周瑞娜、彭雪华、王辉、吴翠、彭金星、邹俊

CJK2022006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

实验学校
陈 益

“双减”背景下九年一贯制学校“智
趣”课堂建设实践研究

重点资助
王瑛、严勇华、张军、刘平辉、曹玲、刘新民、赵冰莹、白容、

吴佳敏、曾平

CJK2022007
岳麓区教师发展中

心
黄梦娟

基于新课程标准的小学英语教学方

法创新与实践研究
重点资助

龙 胜、刘江虹、李肖蕾、王 晓、刘 庆、李 洁、沈碧芸、

贺 彬、蔡锦文、蒋 运、汤 英、谢 姝、赖曲伟、姜妍妍

CJK2022008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

小学
冯 琳

基于“双减”政策的小学美术课后服

务课程研究
重点资助

熊奕、米健、朱明子、张红、彭成龙、蔡东阳、曹健斌、王丹、

兰立波



CJK2022097 湖南大学子弟小学张朝霞
基于“续论”的小学英语口语教学实

践研究
一般课题 郭小红、李虹、张利华、米娟、史会良、施融、袁媛、李蓉

CJK2022098 湖南护理学校 罗益芬
中职学校劳动教育融入思政教育的

实施策略研究与实践
一般课题 罗益芬、李荣辉、王 茜、陈 姝、邓翠珍、郭正良、吴少鹏

CJK2022099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颜振辉

1+X证书制度下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高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一般课题

文孟飞、刘 杰、何曙光、吴佳蒂、彭繁珍、朱 萍、方 祥、

罗 斌、陈思佳、王潇湘、李柿娟

CJK2022100 长沙市新城学校 瞿 林 专门学校矫治教育路径构建研究 一般课题

周向红、梁树柏、曹秋良、许伟军、杨 健、林燕平、吴 涯、

易文俐、李 慧、高 可、杨 启、邓 腾、刘 澍、胡春和、

彭 亮、谢锦源、吴 怡、李 葭、刘 琼、钱谊莎

CJK2022101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廖 芝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职电子商务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喻红艳，文求实，危浪，文小平，唐国庆，林芬

CJK2022102
长沙市特殊教育学

校
黄可斯

智力与发展性障碍青少年融入式自

我决定课程设计与实施的行动研究
一般课题

曾倩岚、赵依珺、汪玥、曹芹、李澜、韩复凯、韦晴、谭黎明、

张俊

CJK2022103
长沙市益立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
邓星平

新时代中职学生劳动教育“五园”渐
进式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一般课题 马卫平、常思亮、吴敏、吴小华、潘思、陈瑶、王敏

CJK2022104 长沙航天学校 田 琪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技术 一般课题
刘德贵、刘才志、郑子文、杨展鹏、文雪琴、徐梅、严定也、

黑晟斌、欧旭耀、任捷、侯志华、龙靓、周慧霖

CJK2022105 长沙广播电视大学徐玲洁
新冠疫情背景下开放育学习者对在

线直播教学接受度调查研究
一般课题 沈兴山、方程、胡若子、刘贞

CJK2022106
芙蓉区大同第二小

学
程 翊

“双减”背景下小学单元作业设计研

究
一般课题

郭迎华、姚攀、李黎、罗毅、张玲、贺琳琳、何永红、龙立帆、

梁倩、龚竞、张樱、张铁意、徐冰莹、姜玲、李妮娜、赵胜前、

秦志刚、易和军、肖乐

CJK2022107 芙蓉区育华小学 饶 锦 小学生耐挫能力培养的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任慧、谭珍宜、龙溪、陈哲、罗雅倩、高姣、张卉迎、杨俊清、

旷航、刘莉、师治国、何颖

CJK2022108
芙蓉区育英第二小

学
唐泽霞

儿童哲学视域下的小学语文深度阅

读教学研究
一般课题

余琳、单斌、黄敏洁、严力军、张慧、万千、罗晓艳、王莹、

邓勇、谭应波、李旭芳、贺凤飞、李琳、王飞娥、李梦花、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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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指以课程为主载体，以构建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护理专业课程思

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护理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各个

环节，培养医德高尚、德才兼备，为人民服务的护理专

业人才。[1]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处在“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最需要以课程思政来“立

德树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当前，医卫类

中职学校护理专业教学普遍重视护理知识与实操技能的

传授，思政教育是其教育教学过程中薄弱环节。如何结

合护理专业的学科特点，深入研究探索专业课程中的思

政元素，将中职护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教学相融合，

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成为当前

护理类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

一、课程思政融入中职护理专业教学的意义

（一）推动国家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2022 年 5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正式施行，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

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了国家要鼓励发展多种层次和形式

的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根基所在，

是职业教育向社会敞开怀抱、接纳新生职教力量的“第

一站”。中职护理学校除了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知识技

能以外，将课程思政融入护理专业教学，对其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也是中职学校育人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探讨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无疑是推动国家职

业教育蓬勃发展，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

重要举措。

（二）培养社会亟需的德才兼备护理人才

2019 至 2022 年，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

期间，无数医护人员化身“最美逆行者”，再次树立起

“白衣天使”的模范标杆，诠释了护理人员胸怀奉献仁

爱之心，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护理念，引领着社会的优良

道德风尚。中等护理专业，要培养出一名合格称职的医

护人员，需要学生对护理技能的操作日渐精熟，对医学

行业的了解逐步加深，对医学道德的遵守走深走实，所

以对学生医德的培育塑造是重中之重。只有将医德教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探讨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

的建设路径，才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定位、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医德文化的熏陶中增强担当、培养

使命，主动肩负服务人类健康的神圣职责。

（三）完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体系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一直以来，职业院校体系中

普遍存在重实际操作与职业技能培养，轻文化课程教育，

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析

罗益芬 1，张炜钊 2 

摘  要：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及新冠病毒疫情这一大背景下，护理专业的重要性愈加彰显，

社会对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人才的培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探索职业院校护理专业融合课程思政的研究显得

越发重要。文章探讨了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与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结合护理专业教育、

培植优良医德品质等路径，创新传统教育理念，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利用多元媒体渠道，构建三全育人

格局等方式措施，以期为中职学校护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提供路径及参考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职业教学与成人教育学会 2021~2022 年度立项课题“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路径

研究”（XH2021328）；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2021~2022 年度立项课题“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路径的研究”（XJKX21B23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罗益芬（1991—），女，湖南益阳人，本科，研究方向：临床护理、护理教育；

           张炜钊（1996—），男，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3-02-15 文章编号：1674-120X（2023）17-0120-03

关键词：中职护理；课程思政；教学

（1. 湖南护理学校，湖南 长沙 410600；2.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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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国家与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视和需求，

没有使学生在掌握技术技能的同时兼具良好道德品质与

职业素养，导致了现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下难以培

养真正有德亦有才的职业人才。所以，中等职业学校护

理专业应当把医德教育贯穿医护人才培养全过程，在体

现鲜明医护特色的同时起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

探讨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推动课程思政融入

中职护理专业教学之中，对完善职业院校立德树人体系，

培养高素质的新型人才有极大裨益。

二、课程思政融入中职护理专业教学的现实困境

（一）生源质量良莠不齐且亟待培植优良学风

从现实角度而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距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学校学生生源的质

量。囿于社会上对职业学校素来的刻板印象和固有偏

见，部分职业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良莠

不齐。即使有学者认为“中职学生思维活跃，接受能力

强，动手能力较有优势，在文体方面颇有特长”[2]，但

由于没有顺利升学到普通高中继续学习，部分中职学生

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呈现出被迫无奈的心理状态，对学

校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明显偏弱，而中等职业学校较

为宽松的治学管理环境和较小的升学压力也给了这些学

生可乘之机，更易将其初中时期养成的不良习惯延续下

去，无形中加大了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建设的难度。还

有学者认为日渐多元化的社会使中职学生价值观出现了

一定的偏差，普遍表现为诚信意识缺失，法律意识薄弱，

团队精神缺失，且没有较强的抗压能力。[3] 这些都是对

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严峻挑战。

（二）教师能力有待提升且亟需加强思政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

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4] 然而，

教育部 2022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2021 年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专任教师有 69.54 万人，其中有 6.4% 的专任教

师学历在本科以下。由此可见，从事中等职业教育的高

学历人才稀缺。这导致了部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受教育

背景限制，在学术能力、教学能力、创新能力和完成立

德树人任务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加强。根据教育部

2022 年及 2021 年统计结果显示，2021 年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专任教师人数相较于2020年减少了15.41万人，

同比降低 18.14%。一部分的专任教师选择将中职学校

当作跳板，把教书育人的时间花费在谋求更好的就业去

处上，教学水平与质量不容乐观。与中职学校其他专业

相比，护理专业课程多、学业任务重、实训压力大，如

缺乏良好引导，学生更易将本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当作额

外的负担与压力。同时，不少护理专业教师消极片面地

认为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无关，变得“只教书而不育德”，

甚至“不教书亦不育德”，给学生前途发展和学校声誉

声望带来不良影响。所以，中职护理专业教师能力有待

提升且亟需加强思政观念。

（三）课程思政建设浮于表面且亟盼改进方法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新模

式、新理念。相对于专业课程而言，课程思政是一种润

物无声般的熏陶，一门课程想要展现出良好的思政效果，

需要教师在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教材选择、教学教案设

计、教学管理办法上多下功夫，将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

政元素和思政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的各环节，使思政

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能实现有机统一。在当前中等职业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部分教师直接给学生上起了

披着专业外衣的思想政治课，混淆了学科间的边界，降

低了学科本身的专业性。或是在专业课的讲课过程中从

形式上向思政课靠拢，这样的课程思政教学方式不仅耽

误专业教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易引发学生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育人效果收效甚微甚至起到反

作用，因此亟需改进课程思政建设方式。[5]

三、课程思政融入中职护理专业教学的实现路径

（一）结合护理专业教育，培植优良医德品质

早在 2009 年，教育部卫生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医

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医

学教育，德育为先”[6]，把“德育和职业素质培养列为

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充分肯定了医德教育

在培养医学类人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职护理专业课

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须结合护理专业教育，教师应以医

德教育作为医护类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教育学生树立“以病人健康为中心”的护理理念，让学

生能够在春风化雨中达到对护理专业更深层次的认识

理解。

1. 传承经典事迹，弘扬先辈精神

护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基本和底线，就是将专业课本

身讲好讲透，使学生建立起专业方面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对专业产生归属感。这就需要专业教师充分挖掘与护理

专业门类相关的经典人物及事迹，将相关人物与事迹融

入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之中。如学习南丁格尔“用自己的

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去好好对待照顾每一位病人”

的高尚情操；学习“医圣”张仲景胸怀“坐堂行医，救

死扶伤”的医德与医风；体会李时珍苦心孤诣完成不朽

医典《本草纲目》的艰辛过程，亲尝草药、求真严谨的

崇高精神等。通过讲述这些历史上熠熠生辉的相关人物，

使学生对护理专业和医学学科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奠

定良好的认知和学习基础。

2. 善用鲜活事例，发挥榜样力量

对护理学生进行医德教育，有利于其形成正确的职

业定位，对今后从事的岗位和身份有清晰的认识，在职

业的压力和工作的要求下增强担当精神，以良好品行主

动肩负起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神圣职责。这就需要中职护

理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好发生在身边的鲜活事

例，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医护人员的

先进事迹，进一步增强学生代入感和共鸣感，为学生树



专业领航

122

2023 年 6月

立起优良榜样标杆，在感知榜样模范的光辉事迹和高尚

人格中获得正向引导，培植学生的看齐意识，不断汲取

奋进向上力量。

相较其他专业，护理专业的从业人员更需要具备一

颗关怀他人的慈爱之心、肯吃苦的坚韧之心以及和时刻

不松懈的责任之心，这正是医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

向同行的目标与培育任务。将课程思政与护理专业教育

结合，以医德教育的方式来培育中职护理专业学生，不

仅能够体现医护类职业学校的鲜明特色，更能在整体上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将课程思政融入中职护理专业

教学的重要路径。

（二）创新传统教育理念，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在过去的职业学校教学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对学生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的培育。而在课程思政概念

被提出、被重视之后，亦不乏学校和教师片面地将课程

思政当成思政课程，试图与专业课的内容强行结合，难

以收获良好成效。这就要求中等职业学校要创新传统教

育理念，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塑造职业医德，达

到提高中职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1. 推动教学改革

学校应当推动教学改革，在每门课的教学目标中体

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要求和任务，明确课程素质目标、

育人目标及实施路径，将思政育人价值导向落实到教案

撰写、课件制作和教学设计等流程当中，确保课程思政

在教师教学工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2. 改进教学方法

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方法，积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

段，设计丰富的教学活动，将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教

育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政教育与护理知识

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打破过往传统学科教育“大水漫

灌”“只教不育”的局限。教师还应注重言传身教，对

自身道德素质及言行规范严格要求，以高尚师德为学生

树立良好榜样，体现做人教育与做事教育相统一的价值

导向。护理专业教师应主动承担起育人使命，除了教授

专业知识，还要弘扬我国优良传统文化，唤醒学生为社

会主义建设奋斗终生的使命感，在教书工作的同时实现

育人功能，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感受到护理

专业的深度和思政教育的温度，在教师传递的正能量中

得到成长。

（三）利用多元媒体渠道，构建三全育人格局

“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的育人要求。[7] 当前

时代，网络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二课堂，其重

要性日益突出。这就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利用好多元媒体

渠道，抢占网络新阵地，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形成优良品质，巩固好

网络的重要思政地位。中等职业院校首先要做好内容的

把控，为护理专业设置护理特色专栏，收集与护理专业

相关的高质量视频、文章、人物、事迹等资料，整合相

关资源，丰富表现形式，使教师愿意主动拿来使用、学

生愿意主动进行学习；其次要做到线上线下“一盘棋”，

加强网络线上教育和课堂线下教学的结合，紧扣护理专

业特点，在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同时发挥好教师的重要作

用，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地参与到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中来；最后要注意对庞杂信息的分辨管理，明

确分工责任，对舆情严格监控，确保始终正确适当的相

关信息呈现在网络中。

四、结语

课程思政是中职护理类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重要举措，也是中职护理类院校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载体。中职护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更好满足

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教育的殷切希望，有助于推动职业教

育蓬勃发展，培养出社会亟需的德才兼备的护理人才，

完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在正确理解课程思政和思

政课程联系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护理专业课程的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创新教育教学理念、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用好多元媒体渠道，可以更好助力于解决中职院校护理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三全育人”大

格局，助力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复合型护理

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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